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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种业公司中，美国

企业占比不小。这辉煌业绩的历史，其实不

过 90年。从普通农户自留种子到出现跨国集

团，美国种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与转型。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农民和其他在土

里刨食的全球同行一样，都要从上一年的作

物中留出种子，农民们从没听说过种业公司

这种事物。

到 20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改变，公共研

究人员开发出高产杂交玉米品种。大约从

1915年开始，美国开始流行种子认证计划，商

业种子市场的作用日渐扩大。

自 1930 年代开始，私营部门在杂交玉米

种子商业市场中的作用显著增加。不过，大

多数商业种子供应商都是小型的家族私人企

业，缺乏研发资金，所以种子企业的主要工作

是繁育和出售在公共领域开发的种子。至于

改良植物品种的工作几乎完全由大学、国家

农业试验站以及其他公共机构承担。

从 193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彼时，

虽然大多数公司仍专注于生产和出售种子，

但也有一些公司制定了内部研究和育种计

划，力图改进现有的杂交种。到 1944年，美国

在种子玉米市场的销售额已扩大到超过 7000

万美元，玉米种子成为美国种子行业的核心

业务。到 1965 年，美国有超过 95％的玉米地

都种上了杂交种子。

产业扩张还产生了足以支持植物育种研

发的利润。通过不断改进产品，私人种子公

司获得了得以维持玉米种子市场健康成长的

长期能力。

从 1970 年开始，随着《植物保护法》的颁

布，美国种业进入了现代产业时代。《植物保

护法》和随后的修正案以及相关仲裁，通过保

护新植物品种专利权等方式，极大激发了私

营公司进入种子市场的热情，这也开启了美

国种业公司的大兼并时代。

纵观整个十九世纪 70 年代，随着大型化

工制药跨国公司进入种子行业，多数小型种

子公司消失了。《植物保护法》通过之后，制

药、石化和食品跨国集团先后收购了 50 多家

种子公司。这些大型公司拥有研发所需的各

种资源。随着收购浪潮的兴起，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多家公司已经跻身全球种业前列。

大约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生物技术的发

展帮助企业提升了研发能力。随着农作物生

物技术升级后的首批产品开始广泛测试，种

子行业结构也经历了进一步转型。一方面，

不 少 公 司 希 望 通

过并购重组实现规模

化发展，以负担生物技术

研发所需要的高成本；另一方

面，化工企业与种子企业之间由于

存在互补关系，也频频携手。

这 些 因 素 持 续 推 动 美 国 种 业 扩

张。一些企业通过并购获得知识产权，规

避了高额的专利费。另外一些企业则基于

生物技术和遗传学相关研究的应用，朝着

“生命科学”综合体方向发展。孟山都、诺华

和 AgrEvo 等均通过类似战略行为获得了相

当大的市场份额。

大型跨国公司进军种业改变了美国种业

的面貌，无论是不断扩大的市场、显著提升的

销量还是越来越充裕的研发资金，都为美国

种业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大型公司业务板块

众多，而商业种子市场规模较小，这意味着种

子部门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较小。同时，种子

研发耗时较长，对公司股东没有太大吸引

力。而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有人开始担忧未

来可能出现的寡头或垄断格局，这些都将影

响美国种业未来的发展。

美 国 种 业 变 形 记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日本是农业小国，农业产值只占

GDP 的 1%；日本同时也是种子大国，其

种子不仅能够满足国内使用，还出口世

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从国外进

口到日本的蔬菜、农产品，其实都是日本

种子境外种植后返销日本的。

日本最大的粮食品种是稻米。该国

拥有560多个水稻品种，其中仅作主食用的就

有 274 种，此外还有酿酒用、饲料用等多种品

类。统计显示，日本全国农地面积的 49.1%均

用于生产水稻，不过绝大部分属于农民自家

耕种的小规模农业。日本绝大部分地方都实

行了专业育种，经过筛选消毒的种苗质量好，

成活率高。

日本拥有不少世界级种子企业。比如，

坂田育种公司和泷井种苗公司的蔬菜花卉

种子、种苗年销售额均达到 2亿美元，分

别位居世界第五位、第六位。从世界

市场占有率看，坂田种子公司的

西兰花占 65%、土耳其文金花

占 75%、三色堇占到 30%。

泷井种苗公司的圆白

菜 占 印 尼 市 场

70% ，占

泰国市场的 50%至 60%。该公司生产的观赏

用向日葵、叶牡丹占到世界市场 70%至 80%，

主要销往美国、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度、法

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日本的农产品、植物种子分为自有使用

的普通品种和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注册品种

两个类型。其中普通品种占多数，如 84%的

水稻种子、96%的苹果种子、91%的葡萄种子、

90%的马铃薯种子都属于普通品种。普通品

种主要指祖传品种、未注册品种和已过保护

期的注册品种。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登记目录

显示，注册品种主要包括大米、马铃薯、甘薯、

大葱、草莓等中的特色品种。根据 1991 年生

效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新开发注册

品种的产权保护期为 20 年，多年生植物的保

护期为25年。

在登记品种中，2017年，日本新登记品种

994种，其中在国外培育成功的有424种，累计

登记品种达 33207种。不过，从 2007年至今，

新登记品种数量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

势。目前，日本在产权保护期

内的品种一共有 8331项，其中花草类占 63%，

观赏树木类占18%，蔬菜类占6%。从知识产权

的所有者分类看，种苗公司占 56%，个人占

25%，都道府县等地方政府占9%。此外，食品公

司、农业协会和大学均有受产权保护的品种。

日本的苹果、葡萄、草莓等品种世界知

名。上世纪 90 年代因其国内法制不健全，一

款葡萄品种转售给了韩国企业，导致双方竞

争激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

种苗的保护与开发。

2018 年 6 月，日本提出促进农林水产业

改革及发展智能农林水产业，提升相关产业

附加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防止种苗流向

海外，将加强对种苗流通系统的监督管理。

近几年连续发生了多起日本动物植物种

子走私至国外的事件。为此，去年12月，日本

国会通过了《种苗法修正案》，计划于今年

4 月实施。这一法律规定，种苗开发

者在注册时可指定该种苗只

许 用 于 国 内 甚 至 县

市市场，农

户或企业使用注册品种时需付费并

获得使用许可。违反该项修正案的

个人可判处 10 年以下监禁或 1000

万日元以下罚金，法人则可处以 3

亿日元以下罚金，并从民法角度要

求其赔偿开发者损失。

不过，《种苗法修正案》也遭

到了部分在野党及农民的反对。该法律

规定，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农民购买

的注册种苗如在下一个种植季节进

行自家繁殖，也需获得开发者许可

并适当付费。日本政府方面称，

此举的目的是为避免自行繁

殖种苗流往国外。不过，

这毕竟增加了农民负

担，本来就正在萎

缩的日本农业

或将因此受

到影响。

德 国 种 企 做 强 记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日 本 种 苗 保 护 记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种 子 是 农 业

产业链的起点，是

农业中最重要的生

产资料，也是农作物

优质、高产的重要基

础。现代农业的发展

主要得益于种子技术的

发展，种子也成为农业技

术发展的核心。

近年来，国际种企巨头

纷纷在专利种子方面加大研

发力度。国际大型种企在经历

了多轮并购浪潮后，逐渐形成当

前国际种子行业两强格局。

数据显示，全球种业市场规模在

2011 年至 2018 年间保持了 7%的年均

增长率，2018 年全球种子市场规模达到

597.1亿美元。根据估算，2020年这一规模

已超过600亿美元，并将于2024年达到903.7

亿美元。从市场份额上看，拜耳和科迪华两

家种企巨头依旧领跑全行业，占到全球种企

销售额的60%。

2018 年 6 月，德国拜耳集团宣布完成对

美国孟山都集团的收购，一跃成为全球种子

行业领头羊。此后，拜耳在全球种子市场的

份额上升至 40%，占全球农药市场份额的

23%。数据显示，2019 年拜耳农业销售额达

到 215 亿美元，其中种子销售额为 86.45 亿美

元，稳居行业榜首。

为满足反垄断部门的相关要求，以实现

对孟山都的并购，拜耳集团将旗下原有的种

业业务剥离，并出售给德国另一家农化巨头

巴斯夫集团。在完成与拜耳的并购后，巴斯

夫集团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农化企业。此

前，巴斯夫集团的重点业务主要集中在化工

特别是石化一体化发展等领域，拜耳向其出

售全球蔬菜种子及部分农药业务后，巴斯夫

在农化领域的实力大大增强。

拜耳收购孟山都，并将部分农化业务剥

离给巴斯夫，大大增强了德国种企在国际

种子行业上的市场份额及话语权，对全球

种子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普遍认为，

经历了多轮并购潮后，全球种子行业已经完

成了“强者更强”的重组，行业龙头地位愈发

稳固。

纵观拜耳、巴斯夫等德国大型农化企业

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基本上都是以化工产品

起家，而后在发展农化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相

应的种子产品。

德国种企奉行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以高效

创新为业务增长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德

国大型种企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始终保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预计至 2028 年，巴斯夫集团将

在农业解决方案领域推出 30 余款新产品，每

年在该领域的研发投入接近 9 亿欧元。拜耳

集团每年在作物事业领域的投入更是超过 20

亿欧元，如此大的研发投入力度在行业内屈

指可数。

随着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国际种业巨

头也在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工业 4.0”发源

于德国，使德国成为工业领域数字化的领

头羊。在农业领域，德国农化企业也将数

字化作为未来农化行业，特别是种子行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

目前，拜耳集团已经开始加大在数字化

农业领域的投入和研发，比如通过搭建气象

等农业信息平台、发展智能农机设备、利用人

工智能及大数据等新技术为种植者提供全方

位服务等，力争推动种子业务与农化业务等

深度整合。

巴斯夫集团在收购拜耳部分农化领域资

产后正式进军种子行业，并将打造全新的农

业种植解决方案作为其未来业务增长的主要

方向。巴斯夫将数字化视为未来农业解决方

案的重点，通过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推广农

业生产应用程序，在精准播种、灾害预测、数

字化采收控制等方面对农业资源进行整合，

提供高效、高产的农业解决方案。

不难看出，全球种子行业在完成了“力量”

的整合与优化后，正在开始朝着种业上下游拓

展，并对农业全产业链进行纵向渗透。这意味

着，未来全球种业集中化、多元化、国际化的趋

势仍将持续，大型种企的垄断地位依旧稳固，

德国种企的领导地位料将得以延续。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

界界，，种业是农业皇冠上的明种业是农业皇冠上的明

珠珠。。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中国农

业用种主要依靠农民自选业用种主要依靠农民自选、、

自留自留。。自自 19791979 年以后年以后，，种子种子

生产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开始以县为单开始以县为单

位 统 一 供 种位 统 一 供 种 。。 20002000 年年 ，，以以

““种子工程种子工程””启动为标志启动为标志，，种种

业开始真正成为产业业开始真正成为产业。。可以可以

说说，，中国种业用中国种业用 2020 年时间走年时间走

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

道路道路。。

在在 2121世纪最初世纪最初 1010年年，，中中

国种业刚刚起步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恰逢跨国

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种

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国外国外

种子席卷而来种子席卷而来，，震撼了国内震撼了国内

种业市场种业市场。。当时当时，，国外品种国外品种

最主要的代表是美国杜邦先最主要的代表是美国杜邦先

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 335335

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最高最高

峰时峰时，，先玉先玉 335335 推广面积达推广面积达

40004000 多万亩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国外种子占据

了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了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

半壁江山半壁江山。。

人们开始反思人们开始反思：：长期以长期以

来来，，中国育种专家数量世界中国育种专家数量世界

第一第一，，基础研究全球领先基础研究全球领先，，为为

何难以推出突破性品种何难以推出突破性品种？？我我

国育种科研实力很强国育种科研实力很强，，为何为何

没能转化为产业优势没能转化为产业优势？？

放眼全球放眼全球，，从从 20162016 年开年开

始始，，陶氏并购杜邦陶氏并购杜邦，，拜耳收购拜耳收购

孟山都孟山都，，中中国化工收购先正国化工收购先正

达达，，全球种业新一轮并购已全球种业新一轮并购已

经完成经完成。。这不仅是市场份这不仅是市场份

额的聚集额的聚集，，更是种业与农化更是种业与农化

领域的深度融合领域的深度融合，，是对生物是对生物

技术技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智能技术

的集成的集成。。世界种业正迎来世界种业正迎来

以基因编辑以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等技等技

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种业强国已进入种业强国已进入

““常规育种常规育种++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信息

技术技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育种的育种

44..00时代时代。。

对比中外种业之后对比中外种业之后，，人们发现人们发现，，症结在于种症结在于种

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两张皮””，，商业化育种体系商业化育种体系

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过去过去，，科研单位闷头搞育种科研单位闷头搞育种、、

种子企业只负责推广种子企业只负责推广，，除少数企业外除少数企业外，，大多大多

数育种单位是课题组式育种数育种单位是课题组式育种，，组织化组织化、、规规

模化程度低模化程度低，，难出突破性品种难出突破性品种。。近年近年

来来，，中国种业改革的中国种业改革的““四梁八柱四梁八柱””已经已经

搭建起来搭建起来，，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

育种成为共识育种成为共识，，极大激发了种业极大激发了种业

发展活力发展活力。。

如今如今，，中国种企研发投入中国种企研发投入

加大加大、、兼并重组加快兼并重组加快，，行业整体行业整体

竞争力明显提升竞争力明显提升。。目前目前，，全球全球

种业前种业前 1010 强中强中，，中国种企占有中国种企占有

两席两席，，分别为隆平高科分别为隆平高科、、先正达先正达

中国中国。。不过不过，，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我国我国

企业与国际巨头相比依然存在企业与国际巨头相比依然存在

明显差距明显差距，，全国作物种业企业全国作物种业企业

研 发 总 投 入 不 到 德 国 拜 耳 一研 发 总 投 入 不 到 德 国 拜 耳 一

半半，，国内育种资源国内育种资源、、人才的大头人才的大头

仍集中在科研院所仍集中在科研院所。。

因此因此，，对中国种业来说对中国种业来说，，““十四十四

五五””时期时期，，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摆上突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摆上突

出位置出位置，，在保护资源在保护资源、、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做强做强

企业企业、、建好基地上下功夫建好基地上下功夫，，打好种业翻打好种业翻

身仗身仗。。

世 界 种 业 闯 关 前 行世 界 种 业 闯 关 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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